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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知

老话新聊

顾瑜芯

一一
古代脱产读书考进士，是一件

很需要经济实力和家族积累的事
情，多以家族、亲缘和师承关系为
主导。究其原因，是这些豪门大姓
掌握着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他
们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重视家学、
家风的传承，视取功名为正途。

镇海的进士群体亦是如此。唐
广德二年 （764 年），安吉县苕溪
乐姓商人卜居灵岩，至六世有乐仁
规、乐仁厚考中进士，分别在唐龙纪
元年（889 年）和大顺二年（891 年）。
明洪武初，乐氏家族辟为定海教谕，
教出洪武状元张信、进士陈韶等弟
子。宋崇宁二年（1103 年），婺州府
东阳人沈开卒于定海，后代在当地
定居，宋代有沈子霖、沈铢、沈镗、沈
焕、沈中文、沈晟、沈士龙、沈大圭、
沈芑 9 人成进士。

宋宣和七年 （1125 年），平江
府谢宇中进士，官封定海，在任上
殁，他的后人定居在县城，衍成大
族，明代有谢琛、谢渭 2 人成进
士；清代有谢泰宗、谢荣昌、谢兆
昌、谢绪彦、谢訚祚、谢辅墀、谢
辅坫、谢辅濂 7 人成进士。一城文
人 ， 半 城 谢 家 ， 文 脉 绵 延 700 多
年，在全国都是一个奇迹。

二二
古代的状元一般当不上大官。

这固然有状元人数太少的因素（从
唐至清，总共只产生不到 640名文状
元）；另一方面，考上状元有时候只
是说明他的文采比较好，会写文章，
但有没有治国的本领，就不一定了。

镇海唯一的状元张信，洪武二
十七年 （1394 年） 状元及第，授
翰林院修撰，三年后，升为侍讲，

为 正 六 品 。 洪 武 三 十 年 （1397
年） 科考，刘三吾担任主考官，结
果中榜的 51 人全是南方人。北方
考生联名上告。朱元璋命张信等六
七位翰林、侍讲复阅试卷。张信阅
卷后认为刘三吾所取无私，坚持维
持原取。朱元璋震怒，下令刘三吾
戍边，张信被弃市处死，时年仅
25 岁 。 不 久 ， 朱 元 璋 亲 自 出 题 ，
重新组织会试，结果录取的 61 人
全都来自北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
的“南北榜案”。“南北榜案”其实并
不是一场科举舞弊和反舞弊事件，
而是一场统治者利用科举来扩大统
治基础、笼络士人的政治事件。

镇海出过 6 名尚书，分别是大
碶湖塘人乐仁规，唐昭宗光化三年

（900 年） 授兵部尚书，其弟乐仁厚
授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县城薛家
弄人薛三才，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
年）升兵部尚书；其弟薛三省，天启
初升礼部尚书，崇祯元年（1628 年）
改授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
县 城 仓 河 头 人 邵 辅 忠 ，天 启 五 年

（1625 年）升兵部尚书。县城人屠粹
忠，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 年）升兵
部尚书。唐朝的进士不分等次。镇海
明清四位尚书都出于三甲。

考中状元虽然起点很高，但留
在皇帝身边，若想升迁，只能靠皇
帝赏识。而只要考中进士，不管是
二甲还是三甲，都会到外地去上班
当知县，或者是去六部里面当差。
多岗位锻炼，历来是成就人才的不
二法门。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几位
尚书几乎都出自豪门巨族，乐氏、
薛氏都是兄弟尚书，屠粹忠源出明
州屠氏，明代就出了好几位尚书，
与出身寒门的张信比，几位大佬背
后的资源显然更加丰富。

三三
唐代科举重视诗赋，唐诗繁荣

发达。宋代庆历、熙宁改革，重视

策论、经义考试，便造成了宋代散
文的生辉。明清以八股取士，束缚
思想莫过于此，所以顾炎武在 《日
知录》 中说：“学问由此衰，心术
由此而坏。”

综观历史，唐宋进士文星璀璨，
明代以后日益黯淡，镇海的进士也
符合这一规律。宋朝宣和三年（1121
年）进士曹粹中有《诗说》三十卷，清
初史学家全祖望认为“论吾乡诗学
者 ，当 推 先 生 为 首 座 ”。乾 道 五 年

（1169 年）进士沈焕继承陆九渊心
学，与杨简、袁燮、舒璘同创南宋四
明学派，人称淳熙四先生，誉为“浙
中之梁木”，淳熙五年（1178 年），朱
熹也要到镇海城内会见沈焕，与之
问辩探讨理学。明清两代只有崇祯
十年（1637 年）进士谢泰宗，时人称
其为“经济文章咸卓当代，继先业开
后贤，岿然作中流之砥”，并誉之为

“吾邑风雅之大宗”，但与先贤比，
成色已显不足。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清朝文 学
大家姚燮，虽然中举，但最终没
有考中进士。他的门生陈聿昌却是
进士，时称“四明十才子”之一，但对
古诗文并不擅长。明朝以后的科考，
更加突出文官选拔制度的本质，而
不是文学创作才华和经典阐释能力
的考查。

四四
镇海历为军事要地。特别是明

初扩城建卫所，清驻水师，这些军
人家族中，有 5 位考中武进士，分
别为明代的李环、李廷璿、贺士
谟，清代的汤杰、孙鼎元。

李环祖父是卫指挥，父亲嘉靖
年间在镇海帅师防御倭寇。李环中
武举后，督浙西水军，独帅舟师在
诸海岛巡逻，一次在徐公山以孤军
力战倭寇，斩获数十级。万历十一
年 （1583 年） 成为武进士后，进
都指挥签事，掌卫篆。任职三载，
在御史台考核中，列全省武官第一
名，升湖广靖州守备。在楚地衣不
解甲，身先士卒，三月平定诸苗，
不久积劳病死，年仅四十四岁。

镇海军人世家也出读书人。如
明朝正统十年（1445 年）进士史敏、
成化二年（1466 年）进士贺钦、嘉靖
十七年（1538 年）进士王心。特别是
贺钦，安家辽东广宁后屯卫，不光学
问好，品德也高，深孚众望。明正德
四年（1509 年），太监刘瑾巧取豪夺
辽东田地，激起民变，贺钦当时告病
在家，前往劝阻，老百姓听从他的建
议，止杀以待命。镇兵前来镇压，贺
钦极力为老百姓开脱，一场大祸消

弭于无形。当时有边将诱杀边民冒
领军功，看见贺钦感到很羞愧：“他
人可欺，吾敢欺贺先生耶？”

五五
如今镇海的一些地名，还有当

年这些进士的痕迹。除了谢家河
塘、薛家弄等地名，还有一些建筑
物留存至今。

澥浦牌门头村有父子进士亭，
表彰的是明景泰五年（1454 年）进
士刘洪、弘治九年（1496 年）进士刘
光父子。镇北望族十七房郑家，起自
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 年）进士郑
谦，最为显赫的是在后堂楼进士第
前的一对高大旗杆，十里外都能望
见。曲汇塘有草舍利舍，是清同治十
年（1871 年）进士陈聿昌宅第，屋子
里还有“进士”“登科”“副贡”三块木
匾高悬。县城仓河头有邵辅忠故宅，
俗称大司马第，宅前有马鞍埠头，东
面一座尚书桥。

不过这些，都比不上光绪六年
（1880 年） 进士盛炳纬的事业。鸦
片战争后，西学东渐，不可避免地
对科举制度带来冲击。一些清末的
进士，也积极投身于新式学堂和新
式教育，培养人才以应对山雨欲来
的大变局。盛炳纬就是其中的翘楚。
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盛与宁波
知府程稻村共同创办储才学堂，后
更名为宁波中学堂。光绪三十三年

（1907 年）由张之洞楷书“宁波府中
学堂”石门额，至今矗立在宁波中学
校园内。1911 年盛炳纬在镇海建立
了全县第一所新式学校——镇海县
中学堂，这所学校几经波折，最终定
名为镇海中学，蜚声海外。

直隶人张之洞虽为同治二年
（1863 年） 进士，却是千年进士制
度的掘墓人。1903 年，他和袁世凯
上 《请递减科举折》，提出“是科
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兴；将
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
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
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
1905 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中国
封建科举考试就此寿终正寝。镇海
进士与他有渊源，也是佳话。

贾 康

近日看到一条报道：国家有关
部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
3226 号建议进行答复，明确表述

“农村的宅基地使用权可以依法由
城镇户籍的子女继承并办理不动产
登记”。这里的依法，是指根据国
家 《继承法》，被继承人的房屋作
为其遗产由继承人继承，而房地一
体，所以因继承房屋而占用宅基
地，可对其按集体用地使用权而确
权。由此而有如下初步思考和分
析：

现代国家治理，需要有明确而
合理的不动产确权和登记作为社会
正常生活的基础条件之一，这种确
权和登记，当然不仅要覆盖城镇，
而且也要覆盖农村。中国农村户籍
成为“农民居民”身份的认定依
据，而“农村人”在国家现代化过
程中的总趋势是不断减少，越来越
多的“农村人”的后代，会去城镇
工作和生活并取得城镇户籍，变为

“城里人”，他们能否继承前辈去世
后留下的乡村房屋？答案是肯定
的，因为房屋是自建的私产，当然
可继承；那么房屋所占据的“地
皮”（法律规定为“集体所有”的
宅基地），其使用权必然随着房屋
的所有人走，所以合乎逻辑的制度

规则，是以这一“答复”明确肯定
宅基地使用权要随房屋一起继承，
认定形式即是予以“登记”。

由此可进一步推论：城镇户籍
的子女继承了农村的房屋所有权及
其宅基地使用权之后，许多人会无
暇实际居住，随着“城里人”越来
越多，“农村人”越来越少，中国
农村闲置状态的房屋及其宅基地势
必越来越多，从“资源优化配置机
制”的概念考虑，如何依照中央促
进“要素流动”而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指导精神，积极探索
农村房屋及其相连地皮使用权与市
场对接的流动机制，减少资源的闲
置与浪费，必然是深化改革无法回
避的一篇大文章。

远景上可以作一基本框架的前
瞻：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格
局，必然需要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
中弥合为“城乡一体化”，那么城
乡“国家所有”与“集体所有”的

“土地制度二元格局”，也就合乎逻
辑地可探索如何走向一体化。其
实，深圳已在全国率先取消了“土
地集体所有”概念，所有土地归入
法定的国有这个大平台，在消化深
圳原“农村居民”相关的历史遗留
问题后，所有的不动产产权 （既包
括房屋所有权，也包括土地使用
权） 都可以在统一市场内依法合规
地作出交易，实现要素的无壁垒流
动 。 我 认 为 ， 深 圳 的 这 一 “ 先
行”，也客观地形成了“示范”，昭
示着中国土地、不动产制度变革的
前途，必然是合乎逻辑地打通城
乡，告别“二元经济”格局。

（作者为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
究院院长）

来源：人民论坛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的意义

文脉绵延700多年的谢家、被弃市处死的状元张信、刚正不阿的贺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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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读 史史

进士，是封建社会的
最高学历，一个地方出过
多少进士，是当地崇文厚
德的重要标志。在实施科
举制度的一千三百年间，
宁波镇海共出过 102 名进
士 （包括原定海县统隶、
原昌国县境 300 年间产生
的舟山进士）。这个群落
里，出现过一大批出色的
行政管理专家、教育专
家、文史专家。

漫画角

李济川 绘盼亲人

张天赐 绘蜕变

镇海牌门头村的父子进士亭镇海牌门头村的父子进士亭

“四明十才子”之一陈聿昌宅第的木匾

宁波中学和镇海中学的创办
人之一盛炳纬。（图片来源：资料图）

桂晓燕

今天阿拉“老话新聊”开头，
先来念一首老宁波的顺口溜：“一
个后生真开心，两张票子带在身，
三岔路口等爱人，四点敲过就动
身，五点一刻要赶进，（六） 乐乐
胃胃看电影，（七） 嘁嘁喳喳谈爱
情，八分钞票买棒冰，（九） 久久
勿肯回屋里，（十） 实在有眼难为
情。”

这是老底子宁波的后生、小娘
（姑 娘） 谈 恋 爱 交 朋 友 的 常 见 情
景，也可以说是基本模式。现在的
年轻人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谈恋
爱介简单、介寒酸啊？男生做人介
轻松、介惬意啊？只要请客看一场
电影，买两支棒冰，就可以跟女生
谈得这么开心？呵呵！这时候，他
们的老爸会“跳出来”证实：你勿
相信是吗？实话告诉你，我跟你妈
当年就是这样谈的！

哈，当年这样谈的人多的是！
可以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谈恋
爱找对象，基本上勿讲钞票 （反正
大 家 的 收 入 都 不 高）， 主 要 讲 人
品，也要看年貌是不是相当，最要
紧的是看是不是讲得拢，能不能合
得来。老宁波把这叫做“缘分”，
也就是爱情。不过旧时风气未开，
更旧的旧时男女还授受不亲呢，受
东 方 传 统 文 化 熏 染 的 中 国 人 ，

“爱”字是羞于出口的，尤其对女
孩子而言，更是如此。那怎么来表
达自己的感情呢？在传统戏里，往
往是这样的剧情：青春少女待字闺
中，有佳公子前来求亲，打动姑娘
芳心，父母也没有异议，她就会羞
答答地禀告父母：“女儿的终身大
事，全凭父母做主⋯⋯”倘若来的
是一个花花公子，鼻子上有一块白
粉的那种，她就对父母说：“女儿
舍不得离开爹爹母亲，还想伺候二
老⋯⋯”您瞧，这就是我们中国女
孩子的矜持含蓄，西方人是学不会
的，哈哈！

说来说去，就看有没有缘分。
有缘分就是恩爱夫妻，没缘分钞票
再多也是冤家夫妻。正像宁波老话
所说的：“只要夫妻好，苦苦也呒
告。”宁波老话还说：“吃勒好，穿
勒好，勿如夫妻同到老。”显然强
调的是感情比金钱更重要。这不是
故作清高或矫情，而是老宁波从事
实中得出的道理。

然而，有人不相信这道理，只
相信钞票。这在现在的一些相亲节

目中，表现得十分露骨。例如，前
些日子在西南某大城市高新区举行
的一次所谓高端相亲会上，有女士
就表示，对男性财产的要求，至少
是 5000 万元，她觉得自己值这么
多；另一名女士则要求 1 亿元，否
则就没有安全感。至于年龄，许多
女 士 表 示 对 方 可 以 比 自 己 大 25
岁，要是太年轻了，肯定钞票就少
啦。有人还搬出什么婚姻跟年龄没
有关系的“高论”来。笔者认为，
这种说法纯属似是而非，误导青
年。除非两人确实已经产生了感
情，作为个案另当别论；而双方
还没有开始交往，事先就预设年
龄档次，让男方比自己大 25 岁，
你是找老公还是找老爸啊？婚姻大
事关乎人类的健康繁衍和发展，怎
么能跟年龄没有关系呢？至于安全
感，在正常情况下，不是嫁得越老，
越不安全吗？自己觉得值 5000 万元
也好，值 1 亿元也罢，在笔者看来，
凡有“价格”的都是“商品”，有买
卖婚姻之嫌；怎比得上不讲金钱的
纯 真 感 情 ， 那 才 是 “ 无 价 之 宝 ”
呢！

2002 年 初 ， 宁 波 晚 报 曾 在
《老人天地》 版举行过一次“我的
婚礼”征文大赛。本人当时是该版
编辑，由此了解到许多参赛老人的
相关情况。他们的身份、职业、个
性、爱好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高
度一致，那就是感情真挚，婚礼俭
朴，谈婚论嫁坚持把人品放在第一
位，决不搞“只看钞票勿看人”那
一套。可以说，他们都是对方的

“无价之宝”。特别是其中一位名叫
“雨生”的作者，给我留下了难忘
的印象。他在征文中描述了一个感
人的爱情故事，大意为：他是来
自 农 村 的 一 个 早 年 丧 父 的 穷 孩
子，在宁波城里遇到了一位各方
面 条 件 都 比 他 强 得 多 的 好 姑 娘 ，
在姑娘的深情期许下，他俩冲破
世俗偏见，走到了一起。他打了
个生动的比喻：我好比董永遇到
了七仙女⋯⋯笔者问“七仙女”，
为 什 么 会 喜 欢 这 个 “ 董 永 ”？ 她
说，我就看中他两点，一是非常勤
劳肯干，二是对母亲非常孝顺。勤
劳的人，能够凭自己的双手自立于
社会；孝顺的人，对自己的老婆肯
定不会差！他们婚后几十年的幸福
美满岁月，“董永”对娘子的无比
体贴关爱，证明了“七仙女”的眼
光是完全正确的。

不是说婚姻不能考虑经济条
件，也不是说金钱不重要，而是
说，在影响婚姻的诸多因素中，金
钱肯定不是最重要的。

乐乐胃胃看电影
八分钞票买棒冰


